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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懿 何奕欣 夏晨希
通 讯 员 陈冰

4月20日中午，潞城站，地铁2号
线车门打开，走进车厢的王女士发现，
这趟列车有点特别。车门上、把手上，

“我在常州经开区图书馆等你”“书香
经开·开向春天的地铁”等字样仿佛温
暖召唤。扫一扫海报上的二维码就进
入微阅读平台。“是免费的吗？”得到肯
定答复后，她一边询问“有多少种？”一
边掏出手机扫码。现在年轻人更习惯
于‘读屏’。在地铁上推广阅读，真
好！”王女士说。

在常州经开区，阅读空间不局限
于图书馆本身，而是深入社区、机关、
商业中心、文化空间等各类生活场
景。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方姣说，经
开创新打造多元新型的全民阅读空
间，让阅读场景无处不在，实现处处能
读、时时可读、人人爱读。

处处能读

驱车在经开，城区15分钟、乡村
30分钟，就能来到有书的地方。

有时，可以遇见一个图书馆。东
方云湖畔的“大风车”——常州经开区
图书馆配备阅览座位800余个，馆藏
纸质图书15万余册。“我们致力于把
图书馆建设成经开区公共文化服务新
阵地、常州东部文化会客厅。”常州经
开区图书馆执行馆长薛键介绍，图书
馆特别打造集红色文化主题馆、学习
资源共享馆、地方文献特藏馆和数智
阅读体验中心于一体的“三馆一中
心”，仅仅开馆半年就吸引读者超10
万人次，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

有时，可以遇见一家24小时书
屋。晚上7点，横山桥镇五一村初心
广场的初心驿站就会热闹起来。吃过
晚饭的村民走进来选一本书，择一张
椅，静静翻阅。这里打造了一家24小
时书吧，高通透的玻璃幕墙、原木色主
调，环绕式的书架上，陈列着社科类、
文学类、少儿类等图书近4000册。“咱
们农村的书吧都这么‘上档次’！”村民
金荣芬几乎每天都来看书，还成了书
吧的志愿者。

有时，可以遇见一家图书流动服
务点。在横林镇馨槐残疾人之家服务
中心，一排排书柜里，摆放着文学、法

律、科普等各类图书。“大家平时会在这
里翻翻看看，遇到喜欢的书籍就借回
家。”服务中心负责人说，这里还举办“以
书换蔬”公益活动，邀请残疾人代表推
荐、领读书籍，居民朋友们用闲置读物前
来交换健康蔬菜礼包等小礼物，让图书

“动”起来。
一个一个点，连成了一张大网。如

今，常州经开区拥有中心图书馆1家，三
镇三街道分馆6家，新型阅读空间秋白
书苑6家，总分馆体制全面建成，服务人
次50万，全区6家秋白书苑全部获评省
级最美公共文化空间。这些空间分布于
都市街巷、楼宇商圈、城乡社区，在形态、
规模、功能上，既可高大上、美而靓，也可
精而特、嵌入式，美化了市民生活，为城

市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

时时可读

不仅地铁上能利用碎片时间读书，
坐上大巴也能抵达一场书香盛会。

“2000多册新书，可以查数字资源，还能
参加‘你选书我买单’活动，真是太惊喜
了！”4月20日，全市首家新能源汽车移
动图书馆在常州经开区图书馆门前亮
相，吸引众多市民好奇目光。

常州经开区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
这座移动图书馆利用新能源车辆打造移
动图书阅览平台，从今年4月起，将把文
化惠民服务送进主城区以外的社区、学
校、机关、企业等，为读者提供图书借阅、
阅读推广、数字资源和信息咨询等服务。

阅读的边界还在拓展。遥观镇连续
三年举办星空读书节，以秋白书苑遥观光
大环境馆为阵地，举办了“星星雨”诗歌艺
术展、“星空下阅读”分享会、星空主题音
乐会、“种下一本书”植物领养活动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大批读者参与。

潞城街道对太平庵提升改造，建成
集“展、文、书、集”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元
文旅空间——潞城书院。在这里，“时光
展厅”里书画展、摄影展丰富多彩，“东厢
读书会”让读书融入生活日常，“壹号集
市”则在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举办集
市、夜市，丰沛城市活力。

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常州经开
区首届东方云湖阅读季举行，“文津风
华·经开书韵”文津奖主题图书展、“翰

墨飘香笔润云湖”优秀书法作品展、小
人书·大故事——经典连环画展、“诗
海华章云湖对韵”古诗词对答活动等
10多项活动助推满城书香流动。

“新型阅读空间建设运营主体上既
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力量。阅读
氛围营造方面，也借助社会力量，共享共
建共赢，让阅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方
姣介绍，全区6家秋白书苑鼓励和引导
社会力量加入，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
模式，每家书苑各有风格与主题，实现

“一苑一品”。不久前，全国县区级图书
馆首家中信图书版本馆在常州经开区图
书馆亮相，版本馆由区图书馆和中信出
版社共同打造，汇聚了人文社科、经济管
理、历史万象、科普新知、时尚生活、成功

励志6大品类、5000多种、1万多册图
书，馆内还邀请知名作家来开展主题讲
座和阅读分享。

人人爱读

4月20日上午，在常州经开区举办
的首届东方云湖阅读季启动仪式上，市
民洪婷因半年借阅146册图书荣登借阅
量排行榜“第一名”，被评为“阅读之
星”。“我们家把阅读变成了一种习惯，又
把习惯培养成热爱。”据洪婷介绍，阅读
是她从学生时代以来的爱好，小时候书
籍没有现在丰富，找到一本喜欢的书能
开心好久。在这一百多本书里，洪婷正
在读3年级的儿子嘉宝是主力军，“基本
上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借10本书回来。
孩子以阅读绘本为主，读完就跟家人分
享感受。”洪婷说，之前在书里读到隋朝
修建京杭大运河的故事，她带着孩子去
运河边实地感受，将书里的内容延伸到
线下。

何俊豪是一名大一新生，也是常州
经开区图书馆的志愿者。他平时很喜欢
阅读，尤其喜欢读莫言、余华等大家著
作，“在这些书里，我看到生活既有苦难，
也有温馨，从作者塑造的人物里能看到
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引起我很多共
鸣。”今年寒假，他在公众号上看到区图
书馆招募志愿者的消息，果断加入其
中。“通过观影、讲座等形式吸引读者沉
浸式参与，活动结束后给读者推荐有关
的书籍。”何俊豪说，只要读者对这本书
有印象，在某一刻打开了这本书籍，他的
志愿活动就有了意义。

一批活跃的阅读推广人带动更多人
加入阅读队伍。刘建侠是大侠科普工作
室创始人、常州公益阅读领读人，以公益
知识科普为己任。“我给孩子们讲解‘行
走中国’地理系列，穿插物理、化学等其
他学科知识，用趣味性课程帮助孩子们
形成系统性知识体系。”刘建侠说。

读书，从娃娃抓起。4月18日上午，
横山桥镇芙蓉幼儿园举办“万物复苏不
亦‘阅’乎”世界读书日活动，家长与孩
子们一起走进户外课堂，将绘本里的故
事通过环境布置、情景演绎搬到了现
实。“孩子读中班，一直参加幼儿园举办
的21天阅读打卡行动。”学生家长王先
生表示，幼儿园鼓励家长与孩子在家中
设立阅读角落，营造沉浸式读书氛围，
每周定期推荐阅读书目，老师还会提供
线上指导。

为了推进分众化阅读，常州经开区在
戚研所、经开区实验小学、东方·青年人才
公寓等地打造9个阅读推广基地，书香建
设向下扎根，推动全民阅读向上增长。

创新打造公共文化空间，让阅读抵达广阔人群

处处能读 时时可读 人人爱读

□本报记者 李垚 通讯员 王羽柔

修鞋、缝纫、刻章、修钟表、配钥
匙……这些充满生活烟火气的店铺，
你还记得吗？

曾经，这些“小修小补”摊位在街
头巷尾随处可见，然而随着城市发展，
它们却渐渐难觅踪迹。近日记者获
悉，戚墅堰街道在各社区发放了一批
便民服务引导牌，社区选择合适的公
共空间设立“小修小补”服务柜台，给
手艺人们弄一个固定维修的地方，满
足居民的需求。

做手艺人，也做“守”艺人

几把小椅子，两个大皮箱、一堆待
修的鞋子，一筐工具…… 早上7点，
在戚墅堰街道工房三区转角处一个5
平方米的修鞋铺中，老鞋匠霍中山围
着围兜，粗糙的双手捧着一只皮鞋，对
着鞋底打钉、敲皮，动作有条不紊。

“师傅，我的鞋子开胶了，帮我修
一下，我中午过来拿。”“我的伞坏了，
还能修吗？”“麻烦帮我的鞋子换个
底。”修鞋的霍中山今年75岁了，但是
手腕灵活，手艺娴熟，认准他的人非常
多。

“我是河南人，手艺是从温州皮鞋
厂里学的，上世纪80年代来戚墅堰出
摊，40多年了。”霍师傅告诉记者，在
过去修鞋是个热门生意，每天都忙得
停不下来。但近几年周围像他这样的
修理摊儿越来越少。

霍师傅纯靠着自己的手艺吃饭，
回头客很多。如今还有不少顾客跨区
来找他修鞋。在社区的帮助下，修理
摊还成了便民服务点，提供小板凳给
户外工作者歇脚。霍中山说，总有老
熟客指望着他，只要不刮风下雨，他都
会准时准点来这边出摊。

在采访时，有位小伙推着电动车路
过求助。电动车的车把脱落，小伙子希
望他帮忙修一下，霍中山上前用鞋油扳
回矫内凹的车把，也不肯收钱。

把小事做好，平凡事做精

“小时候，听到大人们说起雷锋等人
物事迹，我的心里就埋下一颗向他们学
习的种子。”上个月是学雷锋月，77岁的
高金凤来到社区为老人义务理发。

高金凤是戚机厂机床车间的退休女
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用边角布料做了
几双棉鞋送给同事，精湛的手艺赢得了
工友们的一致好评。渐渐地，她开始免
费帮工友们做鞋、纳鞋底、针织，同时加
入了机厂的为民志愿服务队，在工作之
余走进学校、敬老院等提供义务服务。

“手艺都是现学的、师傅们来厂里干
活，自己看着，偷偷记在心中。”高金凤笑
着说，年轻时她常看别人修鞋、修自行
车，后来索性在家自己研究自学。平时

她还收集废弃布料，做成一双双好看实
用的布鞋送给大伙。

在退休前，厂工会的领导又送了她
一套理发工具。“这是厂里一位理发师退
休前留下的，大家一致决定把这套工具
送给我。”高巧凤由此学习理发技术，从
剪到剃，从刀片到电推，26年下来，她的
这套“厂传”理发工具已经升级到了第三
代。

义务理发的同时，高金凤无偿送鞋
的范围从亲人朋友、街坊同事扩大到了
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等群体，还提供针
织修补等服务。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
要，高金凤索性买了两台缝纫机，最快一
小时就能做好一双棉布拖鞋，做鞋的事
业一直持续到现在。

24小时不关机

晚上8点多，徐宗顺准备关店休息，
却接到了社区电话：一位老人出门买药
忘带钥匙。他立马穿上衣服拿上开锁工

具，不到10分钟，在不破坏门锁情况下，
把门打开了。

从燃气软管更换、小家电维修，到门窗
安装、更换锁芯、水管疏通……社区老人们
生活中遇到的大小事，只要他会，一个电话
便能以最快速度到现场解决，“老人们很多
生活需求都很小，但求助途径狭窄，有些事
情还特别紧急。”徐宗顺来自盐城，在戚墅
堰河苑社区开五金店已经13年，由于社区
老小区没有物业，长期下来邻里间的“小修
小补”，都由徐宗顺义务包办。

有次，有位老人家中的炉灶忘记关
闭，窗口窜出滚滚浓烟，徐宗顺知道后，
立马上门开锁帮老人拧紧。徐宗顺还加
入了社区的志愿者团队，主动上门帮助
老人解决生活难点。

为“小修小补”提供空间

“居民有缝缝补补修修的需求，而
这些手艺人以此为生，也需要有一个
正常的固定的这么一个地方。”常州经
开区戚墅堰街道综合执法局二分队队
长潘中华介绍，为了有序对“小修小
补”从业者进行引导管理，戚墅堰街道
在各社区发放了一批便民服务引导
牌，社区可以选择在合适的公共空间
里，设立专门“小修小补”的服务柜台，
给手艺人们弄一个固定维修的地方，
满足居民的需求。

记者看到，在戚墅堰街道东方社区，
社区工作人员在户外设立了修鞋、修车、
修补衣服三个固定便民服务点，三个服
务点均设立在屋檐之下，不仅能遮风挡
雨，平日里人流也多。此外，街道综合执
法局还发放了统一定制的柜子，让手艺
人们放置工具。在。“一方面严格划定摆
摊范围，不影响市容，另一方面给予人文
关怀，尽可能帮助老手艺人们，让他们为
居民继续提供小修小补的服务”东方社
区工作人员张广宁说。

“小修小补”融入百姓生活圈

本报讯（何奕欣 李佳蔚 顾莲莲）
今年4月22日是第55个世界地球日，
4月17日上午，丁堰街道常丰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龙馨社会工作服
务站，组织丁堰小学师生开展“珍爱地
球 绿动‘童’行”世界地球日新时代文
明实践“春风行动”。

一行人首先来到光大环保能源
（常州）有限公司，在环保科普馆体验
垃圾分类体感游戏，了解垃圾分类及

处理常识；在垃圾吊控制室，近距离观
察上万吨生活垃圾发酵后被焚烧炉

“吞噬”，学习垃圾焚烧发电的全流程，
对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有
了直观感受。

活动中播放了“4·22世界地球日”
宣传片，讲述垃圾大分类和细化分类等
知识。通过互动问答、“见‘圾’行事 分

‘投’行动”套圈小游戏、手工制作等环
节，孩子们进一步树立了环保意识。

珍爱地球 绿动“童”行

本报讯（李垚 徐菁）这些天，常
州经开区遥观镇不少细心的食客发
现，自己点的外卖包装上多了一张粉
色封签，看着完好无损的封签，多了一
份安心。

这份粉色封签是由常州经开区市
场监管局遥观分局和遥观镇食安办共
同推出的外卖食安封签，是为了防止外
卖餐食在运送过程中被人为拆启，而采
取的一次性封口包装件，具有拆启后无
法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用的特点，取
到外卖后，消费者可凭封签确认餐食在
配送过程中是否被人为打开过。

近年来外卖餐饮市场规模快速增
长。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问题也随之
产生。一旦发生外卖餐食安全问题纠
纷，餐饮服务单位、外卖小哥及消费者

责任很难分清。为解决外卖配送环节出
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明确三方权责，相关
部门陆续发布规定，鼓励网络餐饮服务经
营者使用外卖封签，以解决外卖配送过程
中被人为开启而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今年3月《常州市网络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施行，要求网络餐
饮服务经营者必须使用外卖封签。为进
一步规范外卖食品封装，降低外卖食品
配送过程中被人为污染破坏的风险，常
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积极推广“外卖封
签”的普及使用。

“规定出台后，我们在食品安全宣传
群内对餐饮商家开展宣传，对30余家餐
饮服务经营者开展走访，发现连锁餐饮
店普遍使用外卖封签，但个体餐饮户大
部分仍采用订书机封装。我们决定定制
遥观特色食安封签，对辖区内餐饮经营
者免费发放。”常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遥
观分局副局长何尧波介绍。

“此举将面向外卖餐饮商家普及封
签意识，保障食品安全。”遥观镇副镇长
许力波介绍，镇首批定制外卖封签8.4
万张，印有遥观镇微信公众号二维码以

及食品安全宣传标语。凡是有使用需求
的餐饮商户，可以通过各村食品安全员
联系领取，也可以到市场监管分局大厅
领取。

目前，遥观镇网络餐饮服务经营
者已陆续收到外卖封签并开始使用，
后续常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还将加强
对辖区内外卖骑手的宣导，对于封签
已经破坏的外卖可以拒绝配送，配送
过程中注重封签的完整性，从而真正
做到让消费者“线上点得放心，线下吃
得安心”。

食安封签，让点外卖更安心
本报讯（何奕欣 刘懿 梅嘉慧）

“年轻顾客都喜欢我们的甜白酒，搭配
气泡水、牛奶、做酒酿冰激凌，吃法很
多……”4月18日上午，遥观镇联合
致公党常州经开区支部，在渔庄村生
态园举办“致福乡村 稻香遥观”非遗
美食直播活动，吸引全国各地4000多
人在线观看。

“毛祥大萝卜干，还是我小时候的
味道”“什么时候上富硒米？”“再放一
波优惠券”……一条条弹幕快速划
过。直播间里，玉螺泉鲜酒酿馒头、蒋
凤记酱卤肉制品、袁大师冰糖圆蹄、毛
祥大萝卜干等遥观特色美食琳琅满
目。常州采菱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文辉说，直播帮助企业增加了知名度，
提升了产品销量。

去年10月，致公党市委在渔庄村

设置了全市首个美丽乡村建设民主监
督点，开展“五个一”结对行动。致公
党常州经开区支部主委蒋洁艳表示，
以助农直播活动的形式进行宣讲，推
广了遥观镇的非遗美食和本土特色，
也让更多人品尝到遥观风味，能带动
农户增收。

在工业强镇遥观，渔庄是最大的
基本农田区，村里一直在琢磨怎样推
动农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近几
年，渔庄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现代化模
式，打造了578亩高标准农田，建成
了20多亩精美小菜园，不断延伸农
业产业链。渔庄村党总支书记吴群
峰表示，全村还着力清理小微水体，
改建污水管网，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探索打造农文旅项目，为美丽乡村增
添更多流量。

“村播”带货 非遗“出圈”

为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常州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横山桥分局近日对
辖区内2家老年助餐服务点开展食品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了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是否齐全有效、厨具清洗和消毒工作是否到位、肉类检疫检验证明和各类台账记
录是否齐全。 李垚 蒋航成图文报道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答卷答卷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画卷画卷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